
一.日治初期的調查事業(依後藤新平) 

   1.原因:依後藤新平，生物學統治原理 

(1) 人口調查-1896首次完成→1905後每 5年定期一次 

(2) 土地調查- 

        1898-1904-法查隱田 

        確立小租戶為土地所有人(大租權整理令 3%↑)  

        →成立彰化銀行，為了交付公債(民資) 

     (3)林野調查 

        時:1910-1914，沒收原住民土地，轉移給日資家 

     (4)風俗習慣調查 

        時:1901-1919,由勻松參太郎，調查台人生活習慣 

     (5)宗教調查→於余清芳事後開始 

二.基礎建設 

   1.郵政電信:設郵電局(電報)和電信通信所(電話)，日、台可直接通信 

   2.鐵路:1908縱貫鐵路(基-高雄)通車，港口:基隆、高雄港為主 

   3.水利 

     (1)桃園大圳，1924完工 

     (2)嘉南大圳，八田與一設計，為東亞最大水圳 

   4.電力→水力為主 

     (1)龜山水力發電所-(1905) 

     (2)日月潭水力發電所-1934完工，發電量東亞第一→軍需工業 

   5.都市計劃 

   6.金融 

     (1)統一幣制 

        1899設台銀，發行「台灣銀行券」 

        1911台日幣統一 

        民間-產業組合(信用合作社)和郵局 

     (2)統一度量衡(1900) 

     (3)專賣制度→將酒、菸、樟腦、鴉片、鹽納入專賣 

三.新式教育的建立 

   1.前期:1895-1918 

     (1)政策:差別待遇，隔離政策 

     (2)目的:日語教學，初等師資，醫療 

     (3)教學 

        日語:國語傳習所 

        初等孝臺:日-小學校，台-公學校，原-蕃人公學校 

        中等教育:總督府國語學校，醫學校 

 



   2.中前期 1919-1936 

     (1)1919-台灣教育會-增設中等學校(農，工商) 

     (2)1922-新台灣教育會-中等以上日台共學(仍有差別待遇) 

     (3)高等教育-台北帝國大學 

     (4)留學教育-日，習醫為主 

   3.後期 1937-1945 

     (1)廢止漢文課 

     (2)1941-初等教育一律改為國民學校 

     (3)1943-行六年義務教育(1945-8成) 

四.農業台灣 

   1.政策:農業台灣，工業日本(1895-1930)→法規，研究機構，農會等。 

   2.成果:造就了 1920年代的綠色革命 

   3.新式糖業 

     (1)政策:新渡戶稻造－糖業改良意見書 

     →提供資金助日人建新式糖廠，改良品種，原料採集區 

     (2)抗議-天下第一憨，三個保正八十斤 

     (3)糖廠:橋頭糖廠 

   4.稻米改良： 

     (1)新品種:1922磯永吉-蓬萊米 

     (2)米糖相剋→嘉南大圳完工後，採三年輪作(分區供水) 

   5.台日貿易 

     (1)日據時，日本是台最主要的貿易對象 

     (2)台 

        出口:茶、糖、樟腦，鳳梨，香蕉 

        進口:紡織品，工業製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